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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花走千村

近日，记者走进长春市双阳区齐家镇广生村的豆制品作坊，只见这里雾

气缭绕，到处弥散着豆腐的香气。工人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浸

泡、磨浆、煮浆、点卤、压榨、包装等一系列流程，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2018年，广生村利用帮扶资金和包保单位帮扶，投资450余万元，

先后建立油坊、豆腐坊、酒坊、煎饼坊和杂粮坊的“广生五坊”，并打造了

自有品牌，“五坊产品”受到广大消费者青睐，广生村的“五坊”渐渐有了

名气。经过几年的运营，豆腐坊的效益最为明显。2023年8月，广生村

实施的豆腐坊扩建工程竣工，由原本只有1条生产线的小作坊，变成拥

有4条生产线，配备完善的污水处理设施、消防安全设施、恒温储藏设

施的现代化工厂，不仅增加了村集体收入，还帮助村民解决了就业问

题。30多岁的马超在豆腐坊里打工，两年时间里，既照顾了家里，又攒

下10多万元的家底，生活越来越红火。

在一尘不染的油坊车间里，66岁的村民徐桂兰身着工装，正在过滤

油渣，每个月有3000元的收入。徐桂兰说：“我腿不好，不能外出打工，

村里有了这些小加工厂，我可以做点力所能及的活儿，还有稳定的收入，

风吹不到雨淋不着，多好！”徐桂兰务工的油坊，是广生村近两年建起的

“五坊”之一。谈起村里的“五坊”，村民们赞不绝口——已经安置村民就

业40余名，不但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也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五坊’已经为村集体增加收入40多万元，还

有一个约百万元的订单即将生产。”广生村党总支书记韩大春兴奋地对

记者说。除了村集体产业项目外，村里还帮助农户研究致富项目。包

保单位免费为25户脱贫户提供鸡雏、饲料、鸡笼子等，每户每年能增收

3000元至5000元。

广生村不仅发展以豆腐坊为主的“五坊”模式，还依托冠科合作社，

带动产业发展。以广生蔬菜小区、冠科蔬菜产业园和菜田基金项目为

支撑点，扩大棚室蔬菜种植规模，推广有机蔬菜生产技术，建成集“现代

种植、科技开发、生产采摘、加工交易、仓储配送”于一体的无公害、绿

色、有机农产品基地，保障产品品质的安全性，推进长春市“菜篮子工

程”的建设与发展。合作社于2014年成立，现有社员72名，建有大棚

134栋，占地3.12余万平方米，农用机械40余台（套），辐射带动农户超

百户。冠科合作社的种植以西红柿为主打产品，年产量达2000多吨，

产品具有绿色认证标识，采用市场、网络、会员销售、超市直销等销售模

式，远销到北上广深等地。

“我们村现在开了两条生产线，日产干豆腐6000公斤左右，主要销

往长春欧亚集团和粮油市场，下一步准备开辟双阳和周边市场，再增加

两条生产线。”谈到广生村的未来发展，韩大春说。他们一方面将增加

豆制品深加工项目，生产香干和豆腐泡。另一方面，将加大其他“四坊”

的产能，扩大产品销路，增加村民就业岗位40余个，壮大村集体经济，

助力乡村振兴。

广生村：“五坊”助增收
本报记者 毕玮琳

走进柳洞村，一栋栋白墙蓝瓦的房屋整齐地分布在道路两侧，墙上

画着一幅幅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墙壁画。院子是清一色的木栅栏，水

泥路在院子前后延伸出去。

柳洞村距离和龙市38公里，距离G331公路不到10公里，附近有仙

景台、虎岩等旅游资源，依托中国一汽金达莱文化主题小镇等项目的帮

扶带动，昔日贫困落后的村庄已蜕变成远近闻名的旅游村。柳洞村党

支部书记姜虎向记者介绍，村里凭借旅游资源、地域文化特色以及交通

区位等优势，着力发展乡村民俗旅游产业，通过户外拓展培训基地、乡

村民宿等产业项目，打造乡村旅游的新热点。

现代、宽敞、明亮的民宿旅游综合体是柳洞村的“招牌”。该项目于

2017年6月开工建设，2019年12月完工，共投入1550万元，建筑面积

1843平方米，由朝鲜族餐厅及宴会厅、餐饮包房、咖啡吧、健身房、独栋

民宿、帐篷房、集装箱房组成，2020年6月投入运营。现在，柳洞村成为

集会议、住宿、餐饮、研学、团建、观光等为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

柳洞村还打造了村集体民宿和11栋村民民宿，这些民宿更具特

点，房间都以一汽生产的汽车命名。村里一共可以实现100人住宿、开

会及餐饮，每年给村集体经济带来二三十万元收入。每一栋民宿都具

有朝鲜族风格，姜虎说：“我们村现在已经是集汽车体验馆、旅游观光、

休闲度假、疗休养等功能为一体的特色小镇。”

2020年，柳洞村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这里小河流水潺潺、

群山葱茏翠绿，信步游村，鸟语花香的田园风光扑面而来。柳洞村依托

自然禀赋、人文特色，全面发挥地域优势，大力谋划实施政企合作、光伏

发电、“五同教育”培训基地、养牛合作社入股分红、农业大棚、旅游综合

体、民宿等10个产业项目。2023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03.61万元，

柳洞村借助乡村旅游实现了强村富民。

绿柳成荫的“诗和远方”
本报记者 冯超 任胜章

夏日不语，温煦宜人。行走在吉林大

地多个乡村，记者看到：山水相拥的风光、

郁郁葱葱的田园、生机勃勃的业态、通畅

整洁的道路，正勾勒出一幅栩栩如生的乡

村振兴图——得益于党的好政策和各地

区对乡村振兴的生动探索，我省美丽乡村

正迎来精彩嬗变。

党建引领聚合力

激活发展新动能

龙井市老头沟镇永胜村坐落在布尔

哈通河畔。每天天还没亮，永胜村脱贫户

隋照花就早早起床给鸡雏喂食。“多亏了

驻村工作队，为我们免费送来鸡苗，争取

早早把它们喂养大，这样年底前就能卖个

好价钱喽！”回忆起领鸡雏的场景，隋大妈

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群众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永胜村坚

持把党建引领作为谋划推动乡村振兴的

“红色引擎”，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充分发挥党员干部“主力军”作用，与廉明

村积极开展“支部共建携手谋发展 庭院

经济聚力促增收”活动，共同探索庭院经

济发展路径。

经过充分调研，两个村决定发展庭院

养鸡。由永胜村的包保单位——省畜牧

局与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对接协调

鸡雏，待鸡雏养大以后，由廉明村的包保

单位——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统一采

购回收，为村民解决后顾之忧，切实将农

家院打造成“增收致富园”。

“我们发放的鸡雏全部为优质品种，

具有生长发育快、抗病能力强、成活率高、

市场效益好等特点，深受村民们欢迎。”望

着羽翼越来越丰满的鸡雏，省畜牧局驻永

胜村第一书记卢松岩的心里乐开了花。

在舒兰市水曲柳镇的农田里，玉米苗拔

节生长，放眼望去，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今年，水曲柳镇将清泉村和大树村作

为土地托管试点村，成立“党支部+农户”

的农业专业合作社，采取土地托管方式，

引导26户村民流转入股土地400余亩，在

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增加农民收入。

“过去农民将土地租赁，平均每公顷

只能获得5000元左右的租金。现在通过

新模式将土地托管给合作社，每公顷能获

得1.1万元收益。”清泉村党支部书记张

国江说。此外，村民还可以继续享受耕地

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

和玉米、大豆、稻谷生产者补贴。村集体

通过土地入股分红和提留纯收入10%的

管理费增加收益。

执党建引领之笔，绘乡村振兴画卷。

我省多地乡村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下好党

建引领“关键棋”，积极探索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新路径，切实推动农民增收致富、

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

产业兴旺干劲足

铺就百姓幸福路

夏日，草青牛肥。在龙井市东盛涌镇

石井村，一座占地面积3.2万平方米的养

殖场坐落在翠峦环绕间。

走进养殖场，标准化的牛舍整齐排

列，800多头肉牛悠闲地咀嚼着草料，个

个膘肥体壮。石井村党支部书记朴哲龙

和工人们正在清扫牛舍，忙得不亦乐乎。

朴哲龙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养牛大

王”。2006年，怀揣着对家乡的眷恋，一

直在国外工作的朴哲龙果断选择返乡创

业，依托当地延边黄牛的养殖优势，开始

了自己的养牛生涯。

随着养牛的数量越来越多，朴哲龙成

立了龙井市牧乐牧业有限公司，生意做得

风生水起。2022年7月，朴哲龙接任石井

村党支部书记，为了带动更多群众通过发

展延边黄牛产业实现增收致富，成立了龙

井市石金石畜牧经济专业合作社，探索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托管代养模

式，为村民增收致富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据介绍，资金充裕的农民可以购买更

多的牛交给合作社代管，只需要承担保

险、饲料费用，人工费、机械设备购置费

用、厂房租赁费等都由合作社承担。与自

养相比，每头牛的利润能提高8000元，带

动更多百姓过上了“牛日子”。

牵住产业兴旺“牛鼻子”，做好乡村振

兴“大文章”。当前正值葡萄夏季管理的

关键时期，公主岭市大岭镇黄花村村民朱

丽杰正在大棚里忙着给葡萄疏果、掐蔓，

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镶嵌在绿叶藤蔓

间，煞是喜人。

朱丽杰是当地有名的葡萄种植大户，

采用绿色的方式种植，良种良法配套，从

源头上保证葡萄的质量，种植出来的葡萄

颗粒饱满、汁多味甜，深受消费者青睐。

今年朱大姐在种植“藤稔”和“茉莉香”葡

萄的基础上，又从外地引进了“蓝丰香甜

园”品种，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

近年来，黄花村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在

原有“一村一业、一屯一品”的基础上，充分发

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引导致富能手、种植大

户在果蔬大棚增收上下功夫、做文章、谋发

展，有效推进庭院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

在黄花村刚哥绿色种植农场，前来采摘

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草莓柿子、香瓜等果蔬

令人垂涎欲滴。这几年，农场负责人王士刚

通过发展订单农业和“采摘经济”，拓宽了农

产品销售渠道，做大做强了“甜蜜事业”。

黄花村鼓励种植户开办小型采摘园，

推广“庭院＋采摘+网销”模式，指导农户

宣传推介本村果蔬产品，擦亮特色农产品

品牌，吸引更多游客“进棚到院”。目前，

全村已建成果蔬大棚和冬储温室172栋，

仅2023年，黄花村果蔬大棚总收入超过

1200万元，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和美乡村绘新卷

文明乡风润民心

驱车来到龙井市老头沟镇水北村，一

幢幢红砖黛瓦的农家小院掩映在绿树红

花中，干净整洁的村路向远处蜿蜒。村委

会文化大院里，具有朝鲜族民族特色的墙

体彩绘令人耳目一新，健身器材、图书室

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村民每天晚上吃过

饭后，都会来这里健身、看书、唠家常，其

乐融融。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

为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北村包保

单位——吉林工商学院以文化赋能为载

体，组织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开展文化赋

能专项工作，将村史编纂、乡村创意文化

形象设计、乡村发展规划等作为校级科研

立项。目前，他们研究并完成了水北村产

业发展规划，创作了独具民族特色的村

歌，编纂了村史。

在文化赋能的同时，水北村积极探索

乡村治理新路径，通过建立道德积分超

市，“兑”出乡村新风貌。超市里的商品品

类繁多，货架上摆放着洗洁精、纸巾、牙膏

等日常生活用品，每个商品下面都贴着以

积分体现的价格。

“有德者有得，多劳者多得。我们积

极创建‘美丽庭院、干净人家’评选活动，

成立了‘红白喜事会’，通过积分兑换的方

式，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养成良好习惯，抵

制陈规陋习，弘扬文明新风。”吉林工商学

院驻水北村第一书记李大峰说。

文明乡风润民心，“内外兼修”提气

质。从今年3月中下旬开始，水北村以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开展为期两

个多月的拆除破旧仓房、清理垃圾、平

整道路等方面的环境整治工作，出动人

员 100余人、车辆机械 30台次，村庄面

貌焕然一新，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不断

增强。

乡风文明有“气质”、村容村貌有“颜

值”、乡村产业有“产值”、生活水平有“品

质”、群众自治有“价值”，一幅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新画卷正在吉林大地绘就。

（本栏图片均由本报记者王伟摄）

正是田园好风光
——夏访美丽乡村

本报记者 王伟

本报讯（记者王春胜）近年来，大安市

立足本地畜牧业资源优势，鼓励养殖户发

展马业养殖，把养殖马作为带动群众增

收、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使养

殖户迈上增收致富的“新赛道”，助农奔向

致富路。

在联合乡李志雪的养殖棚圈内，40

余匹膘肥体壮的肉马正悠然自得地吃着

草料，有七八年养马经验的李志雪正在为

马梳理毛发，马儿也和他友好地互动。李

志雪介绍说，养马并非简单的喂养，而是

要精心、精细地研究马匹的生活习性和健

康状况，喂养时间、喂养量和喂养比例也

要精准，这样饲养的马匹皮毛光亮，效益

也可观。李志雪说，今年养了40匹马，大

马20匹，每匹大马收入在2万元左右，一

年收入大概40万元。

在大安市，大中小型养殖户分布在各

个乡镇，有10多年养马经验的新平安镇

养殖户王东和海坨乡养殖大户刘航，目前

马匹的存栏量分别为18匹和120匹。说

起养马收益，王东和刘航便打开了话匣

子，算起了“效益账”。王东说，今年养了

18匹马，产了10匹马驹，一匹马收入在2

万元左右，一年费用5万多元，一年收入

大概10万多元。刘航说，现在一共养了

120匹马，品种都是阿尔登的后代，有80

匹成龄母马，还有40匹后备小母马。80

匹成龄母马每年能产70左右匹马驹，马

驹价格在1万元到1.2万元之间，每年纯

收入在50万元以上。近几年马的行情

非常好，收入都很可观。

据了解，大安市现有养马户121户，

存栏马匹3800匹，各乡镇均有饲养，以

西南乡镇居多，海坨乡、龙沼镇、叉干镇

3个乡镇存栏量约500匹。全市基础母

马2100匹，种公马81匹，其中，引进国外

优良重挽型阿尔登、佩尔什、比利时种公

马13匹。现有马匹配种技术员9人，人工

受孕母马近800匹，受胎率为75%，年产杂

交一代马驹约600匹，马匹价格因品种不

同而有差异。

养马奔富路 迈上“新赛道”

本报讯（记者任胜章 冯超 马宁）日前，走进珲春市马川子

乡南山村花卉种植基地，只见一片花海，微风吹过，芬芳馥郁。

花卉种植基地占地面积20公顷，经过近两年建设，以田园

旅游为主导，协同观光农业、生态养生为一体的乡村振兴示范带

初现雏形。花卉基地负责人曹保祥说：“花卉种植基地主要以销

售切花为主，产品远销各地。作为绿色可持续发展产业，花卉种

植起点低、见效快，对于保留乡村田园的独特风貌，建设美丽乡

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南山村，一处占地4000平方米的“跑山鸡”项目正在施工

中。返乡创业小伙名叫梁成龙，看到村子变得越来越美，他决定

回到家乡，开展“跑山鸡”养殖项目。今年5月项目开始动工，今

年计划完成一期全部建设并投入使用。

在南山村电商服务站里，农民主播正在向网友热情地

推介着自己的家乡特产，直播间里气氛热烈。南山村的农

副产品线上销售十分走俏。如今，这个电商服务站已形成

帮种、帮收、帮销售“一条龙”服务，全面提升了农副产品的

附加值。

近年来，南山村依托地理区位优势，持续聚人气、兴产业，以

花卉种植为载体，拓宽经营渠道，吸引更多游客参观游览；以电

商发展为亮点，打造“南山电商村”，助力村集体增收，带动村民

增收致富；利用边境村落户新政策，鼓励、吸引外来人口定居，推

动特色产业发展。

南山村：花富农家

龙井市老头沟镇永胜村村民兴高采烈地领取免费鸡雏。

位于公主岭市大岭镇黄花村的葡萄种植大棚里，晶莹剔透的葡萄长势喜人。


